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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嵐達

歲末感恩 來自心靈與美味的祝福
趁

著2024歲末，本校於12
月11日舉辦【人間有幸

福】感恩音樂會暨【有朋自遠

方來】異國美食節。活動開始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心

聚團」王瀅絜老師所擔綱的二

胡獨奏，在其演繹的禪境中揭

開序幕。

招生成長率高達6成 感謝捐資

人護持興學

陳定銘校長致歡迎詞時特別

提到，近年的招生成績單振奮

人心，112學年與113學年度高
達90%以上的註冊率以及60%
的招生成長率。校長表示，喜

見越來越趨近於「三年內學生

人數達550人」的願景。法鼓
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祝福大眾

時則感謝護持學校的諸位捐資

人，共同發心支持大學院培養

優秀人才。本次受邀前來的捐

資人包含：蔡瀚儀基金會顏小

燕董事與資濟時董事、新北市

石萬金愛鄉協會陳朝南理事

長、偉浩工程有限公司方仲海

董事長、法鼓山資深榮譽董事

楊美雲，以及利怡涵、蕭麗

玲、王蕭美惠等諸位人間菩薩

上臺受獎。最後頒發服務本校

滿十年以上之資深職員：郭晁

榮、莫曰東、陳淑娟、張啟

源，感恩他們多年來在工作崗

位上的辛勤付出！

禪心樂舞 體驗身心和諧之美

表演開始前，由副校長果

鏡法師引導大眾體驗茶禪開

始。靜心品茶談公案已成為同

學們校園生活的重要篇章，感

恩音樂會邀請捐資菩薩們共同

體驗。果鏡法師鼓勵大家以身

心放鬆、體驗、欣賞、享受的

心境，即是契入禪修的方法和

精神，定心品茶，靜心觀賞人

基會心聚團帶來的「禪心樂

舞」演出，藉此體驗渾然一體

的身心和諧。舞者以起、承、

▲  異國美食節的佳餚是由本校師生以及家人們親手料理。（呂幼如 攝）

本
校新設立「漢傳禪學研

究中心」，於2024年8月
31日揭牌。揭牌儀式邀請了法
鼓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政治

大學榮譽教授林鎮國、中研院

文哲所研究員廖肇亨、中山大

學哲研所所長越建東、傅佩芳

等貴賓共同參與。此次揭牌正

值「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

舉行，數十位佛教學者也到場

觀禮。

陳定銘校長表示，該中心的

成立將結合佛教學系與人文社

會學群資源，推動跨領域的禪

學研究與應用。副校長暨中心

漢傳禪學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本刊訊

主任果鏡法師致詞時提到，未

來中心將設立多個研究專案，

推動社會關懷及心靈淨化的目

▲  2024年8月31日漢傳禪學研究中心揭牌。（李東陽 攝）

2月11日崇右影藝科技大
學蕭源都校長與王怡

文教務長等長官蒞臨本校

進行學術交流，簽署兩校

合作備忘錄，並體驗本校

「心靈水保：保持山林原

貌」環境教育課程，為兩

校交流開展新的里程碑。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是全

國唯一以影藝為核心的科

技大學，聚焦影藝專業，

著重實務教學，定位為

「實務教學型影藝專業大

學」，專注培育表演藝術

及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

同時具備跨領域的能力。

由於崇右影藝科技大學與

與崇右影藝科大共創
合作新契機

標。此外，中心已設立「江味

農特設講座」，並計畫於來年

發表相關研究成果。

▲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右）頒獎感謝

方仲海董事長（左）。（李承崇 攝）

▲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右）頒獎感謝

楊美雲女士（左）。（李承崇 攝）

轉、合四部曲別開生面地緩緩

展開，搭配校園景觀為天然背

景，仿佛以天地為水墨，在山

水間禪意起舞！融合悠遠寧靜

的樂音與法鼓山八式動禪，最

後邀請與會所有人，活潑律動

著，一起感恩，一起發願，彼

此齊聲互道祝福！

從心出發的異國好味道 師生

家庭的美食情誼

心靈饗宴滿滿之餘，接著還

有琳瑯滿目的美食，十七道由

本校師生以及家人用心自製的

異國料理供養大眾。來自印度

的佛教學系曜興同學分享扁米

料理、生命教育學程黃五稜同

學邀請媽媽蘇秀春菩薩帶來東

南亞的南洋馬鈴薯派、佛學系

來自馬來西亞的邱桂英同學分

享Kuih Pulut Tekan，以及來自
印尼的覺善法師kue klepon unti

的甜點等等，一道一道的驚

艷，在音樂會之後，劃下完美

的句點。

▲  心聚團帶來表演「禪心樂舞」。

（李承崇 攝）

▲  2月11日崇右影藝科大蕭源都

校長（右）與本校陳定銘校長

（左）簽署合作備忘錄。

本校各具特色，未來將透

過跨校合作，包含教學課

程與成果、師生交流、共

同舉辦學術活動等，為

雙方師生帶來研修的新契

機。

◎鍾澤豐



教
育部在 2 0 1 8年起推動大學
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 l i ty簡稱USR）實踐計
畫，鼓勵大學積極參與在地發展，

讓大學成為地方發展的重要夥伴。

但是要如何發揮大學的社會責任，

讓知識與價值能夠更直接地回饋在

地，以及實踐永續發展趨勢，成為

大學面臨的挑戰。本校因應教育部

推動第四期（114-116年）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提出「心靈環保、

環境永續與淨零創新發展計畫」萌

芽型特色類計畫。在葉玲玲教研

長規劃下，建置「淨零韌性實驗

室」，並與合作夥伴簽訂合作備忘

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共同建立學校淨零永續之
專業能力，同時協助參與師生以實

務面和社會接軌，提升研究能量，

進而可以提供社區伙伴共學，實踐

大學社會責任。亦即呼應本校「心

靈環保」辦學理念，培養「提昇人

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研究與推

廣的人才。

各大學執行USR的方式相當多樣
化，本校則肩負北海岸地區環境永

續教育及里山倡議推展的責任，配

合政府推行「淨零轉型」政策，提

出「心靈環保、環境永續與淨零創

新發展計畫」。藉由此項計畫推動

校務創新發展，落實大學社會責

任，同時於114學年度增加「淨零

轉型創新與永續發展」課程，建立

「淨零韌性實驗室」，作為淨零轉

型教學與研究的基礎設施，同時擘

劃碳盤查、減量、抵換與碳中和的

減碳相關知識傳授。經過社區需求

盤點，近期已有「生態火山咖啡、

跳石芋頭種植」社區產業需求，以

及本校環境教育課程「瀕危植物葦

草蘭復育教學」需求。未來實驗室

AIoT智能設施，將從育苗即開始收
集碳數據，以作為學生學習減碳知

識與技術實作場所。透過各種案例

進行教學實踐，將培育更多淨零轉

型產業與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育，實

踐在地環境永續發展趨勢。

本校USR計畫的推動，以北海岸
為基地持續深耕地方永續發展，同

時發展具地方特色之大學教育課

程，讓大學的知識與技術能夠直

接回饋在地。將創辦人聖嚴師父

「心靈環保」理念，以「提昇人的

品質，建設人間淨土」落實社會實

踐，具體發揮社會價值與社會影響

力。

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Time

校長
陳定銘

Tea

由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

署、國立東華大學與本

校共同主辦「自然的價值與保

育：重探天地人關係」研討

會，於2024年11月7-8日熱烈
展開。農業部林保署林澔貞副

署長致開幕詞時肯定大會以宗

教文化的角度討論環保議題，

並期待大會從思想源頭尋找解

方。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辛意雲

名譽教授受邀主題演講，舉出

華夏文明早自《中庸》即已論

及天地人合一的思想，生態保

育最關鍵乃在於人類的生命覺

醒。同任教於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博物館研究所林益仁教授

則以原住民泰雅族為案例，闡

述生態系統中任一個體都無法

離開「它者」的供給，從而提

出「生態它者與家園互依」觀

點。

自然的價值與保育 重探天地人關係研討會
◎頤嵐達

以宗教關懷出發，玄奘大

學宗教與文化系主任昭慧法師

從佛法「緣起、護生、中道」

的核心教義，回應「生態中心

主義」與「生命中心主義」的

主張。本校前校長惠敏法師結

合佛教哲學與實務應用，提出

「佛教之眾生平等思想與生

物多樣性保育：OECMs為範
式，探討與自然共生之方式及

其課題」。本校黃信勳教授從

里山主流化自然價值之潛能，

以社會實作理論的角度論述，

改變的動力不在於個人而在於

實作的發展。多元領域的發表

更囊括政治大學官大偉教授

「原住民生態知識與土地管

理」；法國孔泰大學博士生沈

侃「視覺中的風景：西方風景

畫與中國山水畫背後的人與自

然關係」等豐富論述。

▲		2024年11月7-8日於本校舉辦「自然的價值與保育：重探天地人關係」研討會。（李佳純	攝）

本
校自 2 0 2 3年 11月啟動
「打造華嚴因陀羅網的

漣漪效應：法鼓心靈環保園地

教育推廣計畫」 以來，漸次
開展校內、外群體系列推廣活

動。2024年9月26日舉辦成果
發表會，邀請陳定銘校長、副

校長果鏡法師、學群長詹場老

師與捐資人林婉玲女士與會，

由計畫主持人果光法師、劉怡

寧老師總結首次年度成果報

告。

心靈環保教育園地計畫 首年成果圓滿發表
◎頤嵐達

計畫主持人暨心靈環保研究

中心主任果光法師表示，推廣

計畫已逐步落實，包括專業人

力、課程方案、環境設施與經

營管理等方面。專業人力除義

工招募、培訓外，亦強調與各

非營利組織建立夥伴關係；研

發課程方案之前，會先行調查

課程需求，如「親子課程」需

求，乃至機構與社區的需求探

查。同時，以水土保持課程、

慢行聽禪的林園療癒、戶外禪

▲		2024年9月26日舉辦「法鼓心靈環保園地教育推廣

計畫」成果發表會。（呂幼如	攝）

本
校「2024暑期古典漢
語工作坊」於2024年

7月8日至8月4日展開為期
近一個月的古典漢語佛典

翻譯研讀的討論課程。首

日上午在雲集廳舉辦開營

儀式。學員包括來自國外

各知名大學如牛津大學、

美國芝加哥大學、密西根

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及

臺灣佛光大學等9國18名佛
學專業之碩博士研究生。

本課程由佛教學系副教授

暨國際事務組組長歐慧峰

漢語佛典 跨國研讀交流
◎呂幼如

副老師，以及姊妹校德國

漢堡大學康易清博士共同

指導，研讀及翻譯的內容

包括《大智度論》、《摩

訶般若經》、《中論》

《六祖壇經》與《三論玄

義》的部份篇章。校長陳

定銘教授與佛教學系主任

鄧偉仁教授於會中勉勵學

生珍惜此寶貴的因緣，能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佛學專

業學生交流學習，並祝福

活動圓滿。

修作為課程規畫，滿足不同層

次的來客需求，也使得課程具

有延續性和次第性；環境設施

的重點在於生態調查，未來將

製作校園動植物圖鑑；經營管

理方面，主要以FB、網站規畫
與網路報名機制為重點。生命

教育學程劉怡寧老師則從課程

教學的角度出發，藉由本學期

開設的「風險社會」課程，分

享其對生態環境保護教學實踐

的思索與啟發。

捐資人林婉玲女士為知名戶

外運動用品「墾趣」董事長，

同時也是本校校友，全力支持

贊助本計畫的執行，對於本計

畫的各項努力，表達深切的感

謝之情。林女士也在會後分

享，在校期間受到相關啟發，

認為經營企業的思維格局需更

為寬廣，並開始思考如何永續

經營品牌。本次年度成果報告

會，凝結了有志一同的夥伴們

共同的願景，在溫馨歡喜氛圍

中圓滿落幕！
▲	粉絲頁

▲		教育園地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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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間屋子 做一些好事
◎頤嵐達

何俊賢老師的Do Good進行式

▲		陳定銘校長（左2）一行人至萬金老屋拜訪何俊賢老師與師母（中）。

▲		溫和拆除老屋磚牆，盡可能保留瓦片與紅磚的完整性以利於重複使用。（阿

古斯	攝）

▲		何老師特地將重建過程中的合作夥伴照片掛在老屋中。▲		位於金山、萬里之間的老屋，重建過程使用傳統工法，處處充滿巧思。（湯佳琪	攝）

老屋重生的故事

2024年11月的一日午後，陳
定銘校長、育成中心主任葉玲

玲教授、專案營運長周淑淑與

本刊小編等一行人，來到金

山、萬里之間的老屋，聆聽何

俊賢老師娓娓道來一段「老屋

重生」的精彩故事！

萬金這間老屋，原先承載了

數十年歲月的風霜與破敗，甚

至屋頂險見坍塌，讓人見狀無

不卻步。疫情期間某天，屋主

竟然主動找上，問何老師要不

要買下這間房子？何老師不忍

老屋荒廢而接手，神奇的因緣

就此展開。

猶記去年10月初山陀兒颱風
大水淹金山，一甲子以來未曾

有過的煎熬之夜，居民們至

今記憶猶新，那災情豈一個

「慘」字了得！然而當時比鄰

金山、近在咫尺的這間老屋卻

好端端地幸免於水難，「難道

是什麼不可思議的奇蹟降臨

嗎？」聽眾們心頭嘟噥著，大

家的好奇心漸漸轉為恭敬心，

沿著何老師的訴說緩緩湧出。

何老師分享其獨到的建築哲學

原來，何老師口中的「大

排水系統」是這次奇蹟般躲過

水災的大功臣。用破瓦片、卵

石、沙石、蕨類混雜鋪成屋外

的暗溝，即渾然天成的排水系

統，可迅速將大量積水排出。

這些「排水系統」中的各種元

素本都源於自然環境，對應突

如其來的猛烈災害，比起各種

精心的現代人工設施發揮了更

大的效用。 
隔熱同時節能，同樣是現

代都會水泥建築的另一個難解

之題。何老師對此是經過深思

的，雙層屋頂的設計，使中間

層形成空氣對流，自然而然地

讓屋內降溫。隨之而來的能源

節約效應，更是省下十倍以上

的驚人電費；屋裡用心種下的

一棵大樹，不只是平添觀景的

美感，更讓徐徐南風自然下沉

形成冷空氣，邀涼風翩然湧

入。就這樣，人們一步一步走

入了不着痕跡卻處處巧思，細

膩建構的心曠神怡之屋，居者

自當身心暢然！

我們所面對的現代難題，如

極端氣候變遷、都會中幾乎不

可避免的碳排放、氣溫升溫等

棘手問題，步步緊逼。而潛藏

在傳統工法中無可取代的古老

智慧，則透過何老師科學理性

思維與親身實踐驗證的老屋案

例，宛然逐步讓智慧再現，提

供了可能的解方。

老屋的靈魂	是在其中活動的

年輕人

老屋生命力的復燃，何老師

對傳統建築的洞見和巧思只是

其一。屋子的靈魂更在於活動

在其間的「人」身上。何老師

提及關於重建過程中的夥伴，

輕輕道來滿是暖暖之情！除了

委請北海岸碩果僅存的國寶

級大木作王欽惠老師傅協助重

建，其餘泥作工程，何老師不

求效率，而是藉此提供工作機

會，給需要的在地居民與遠道

（羅新宇	攝）

▲		校友湯佳琪在老屋開設《山裡海

里》咖啡館。

而來的年輕人，重建之路滿是

人情味。

「老屋內有年輕人活動，所

形成的聚落感和氛圍就會完全

不同了！」何老師對於「人」

的思考和關懷，完全不亞於建

築，花費許多成本和心思重建

的老屋，何老師並不希望最後

只是作為小吃店之類單純的商

業和民生用途，他更希望老屋

能發揮人文關懷，乃至是能夠

蘊含教育、利他意義之處所。

這也是何老師和本校校友佳琪

學姐之間結緣的開始。

何老師提及兩人認識，反倒

是何老師主動去找佳琪。「當

妳經營咖啡店賺錢了之後，想

做些什麼呢？」何老師幾次和

佳琪互動之後，如此提問。何

老師回憶佳琪的回答是「想把

爸爸、媽媽帶來！」「除此之

外還有嗎？」何老師繼續深入

挖掘。佳琪回答：「收養流浪

貓！」何老師心想，這個年輕

人不一樣，學校教的真好！現

代人多數只想到自己。於是，

何老師提出了將老屋出租給佳

琪運用的想法。「她就像是我

的第三個女兒一樣！衷心希望

她能把這條路走出來！」

� （文接4版）

何俊賢老師是數學

老師，也擁有台大海

洋工程的博士學位，

卻在壯年時毅然決然

選擇提早退休。2008

年在金山海邊蓋了一

棟小屋「度咕屋」，

又在疫情期間意外接

下萬里老屋，多年來

默默推動著生態屋與

自利利他實踐等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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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努力圓夢的佳琪校友

對於校友佳琪來說，想開一家咖啡

店，是一直以來的興趣與夢想！也希

望自己透過咖啡的媒介更會表達、更

能與人交流。佳琪隨何老師參觀老屋

的時候，腦海裡就有了新的咖啡店的

樣貌。佳琪提及，何老師將老屋整理

的很乾淨，不需要多花經費在整理房

子上，經費可以全部投入設備。「何

老師提供的空間使用權讓我在裝潢的

時候可以很大膽，這點非常感謝何老

師！」最後佳琪便決定搬家了。

「透過經營一間店，可以提升自我

價值，也才發現我可以承擔的事情比

想像中多很多，可以學習到的事情也

比坐辦公室或是其他行業來得豐富，

也謝謝一路上看見《山裡海里》可塑

性的貴人們！」對於何老師及一路上

的貴人，佳琪銘記於心！

老屋重生記錄可以很科技

 (作者：何郁軒)

陽明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何郁

軒研究生透過數位媒材點雲（Point 
C l o u d）的科技記錄老宅「舊物重
生」，企圖用現在的軟體定格這些舊

物轉換成新製品的過程，隨著時間的

進行，記錄各種轉化程序中的某一些

瞬間，因而可看到它所經歷外形和功

能的過渡變化。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郁軒參與拆

解房子的過程，盡最大努力保留所有

材料的完整性。舊木料經木工師傅的

巧手轉化為新木門的模樣，實現了舊

物重生與功能的轉換。老宅舊屋頂的

瓦片雖然已破碎不堪，但是仍然將其

仔細拆卸；輕柔地敲下搖搖欲墜的磚

牆，盡可能保留瓦片與紅磚的完整性

以利於重複使用。並且將無法保留完

整性的碎磚、碎瓦片鋪設於老宅側邊

泥土環保步道的下方，以利於步道雨

天排水，讓老屋得以避開今年山陀兒

颱風造成金山萬里地區大範圍淹水的

影響。

最後，郁軒選定戶外經歷了約十年

風雨侵蝕的鐵木地板來記錄，通常這

類腐壞的棧板會被直接廢棄處理，然

而老宅翻修過程需要使用不少木材，

因此藉此機會探索更多可能性，賦予

它們新的價值。

點雲科技記錄影片，大多數觀者表

示影片畫面有一種時空隧道的感覺，

部分觀者認為它有著類似於油畫的效

果；有人形容自己彷彿飄浮在空中感

受時間的凝結；有人覺得自己像是坐

在一台列車上觀看舊物重生的過程。

何老師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

共創共好利他實踐計畫

校長一行人老屋故事之旅後續，學

校邀請何老師來校演講「自然屋裡好

度咕 Do Good House」，分享綠建築
首獎「度咕屋」，以及Do Good理念。
113學年第2學期，何老師也將與本校
育成中心主任葉玲玲教授展開合作，

開設新課程「北海岸共創共好宜居都

市與永續家園」，預計以北海岸為基

地，結合法鼓山所提倡的利人利己精

神，透過實作課程，共同學習各種環

保與建築知識與技能。課程已選擇搶

救跳石芋頭為主題。本校畢業生及在

校生組共創共好團隊拜70多歲金生伯
為師傅學習種植。全程影片記錄，以

備未來完成種植跳石芋頭教科書。過

程中，學生感動與收穫滿滿，也親眼

目睹田間生物多樣性的樣貌，真實體

▲  金生伯（左）教導種植跳石芋頭。（王襼情 

攝）

會友善環境的成果。此外，秉持著

「用一間屋子做一些好事」的理念，

何老師也決定之後將老屋的一部份提

供給學校的育成中心，作為社會企業

的孵化推動駐點處，共同推廣永續生

活的願景。

▲ 2024年9月13日本校與法鼓山僧團一同舉辦中秋晚會。（呂幼如 攝）

▲  點雲記錄的畫面。

李佩珍居士獲頒教育部水晶獎

◎頤嵐達

2024年9月13日本校與法鼓山僧團一同舉
辦中秋晚會，本校師生與金山在地嘉

賓，大朋友、小朋友歡樂齊聚，在各式創意

燒烤美食饗宴後，於園區大殿正式登場！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開場致詞，以「菩薩

清涼月，常遊畢竟空；眾生心垢淨，菩提月

現前」鼓勵大眾，心境清淨，菩提月光便能

普照心田。晚會表演由在地嘉賓共同擔綱，

首先由萬里國中鼓隊以專心一致的凝聚力、

爆發力，震鼓響天，表達「鼓聲秋滿」的祝

福；金山高中管樂團去年演出廣受好評，今

年再度由首席指揮陳一夫老師帶領，帶來

「木星」、「風之舞」，以及灌籃高手主題

曲「直到世界盡頭」等高難度曲目，專業演

奏之姿驚艷全場。金美國小「心花開」街舞 
一開場便嗨翻現場，萬里國中鼓隊也忍不住

全體助陣共舞！金美附設幼稚園小小朋友，

帶來臺語民謠，半說半唱，純真可愛，萌到

最高點。最後，法鼓山合唱團多聲部天籟之

音，鄭史佩團長首次以阿卡貝拉形態重新編

曲「送別」，演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作詞之

歡樂齊聚法鼓 菩提月光照心田

▲  金美附設幼稚園小小朋友的表演，萌到最高點。

(呂幼如 攝)

「佛道」，並帶來「水月頌」等一系列歌

曲，晚會熱情，悠然轉清涼！

表演換場，歡樂不歇，本校人社學群學會

會長李英慧與社企同學王凱森聯合主持別開

生面的「中秋拳」遊戲，法師們也精心準備

「創意美顔柚子」作為獎品。活動尾聲，由

法鼓山禪堂監院常正法師帶領「月光禪 ，

引導大眾一步步越來越親近月亮，自然而然

讓月光浮現心中，光明圓滿，猶如佛面。與

會大眾體驗溫馨、歡樂、熱情、清涼的中秋

晚會，在月光禪的觀想中，把月亮帶回家！

◎頤嵐達

本
校漢傳禪學研究中心年

度專案「江味農特設講

座暨研究計畫」資助人江家駦

與李佩珍伉儷護持教育事業，

2024年11月獲頒教育部獎勵
「水晶獎」乙座。同月29日由
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關懷

並頒獎予李佩珍居士，陳定銘

校長、心靈環保研究中心主任

果光法師以及法鼓山資深悅眾

傅佩芳老師亦同席話家常，溫

馨滿載。

李居士表示，旅居美國經

營事業已屆四十餘年，該是時

候退休，做一些真正有意義的

事了！雖然能力有限，但會盡

一己之力，推廣祖父江味農居

士的著作、《金剛經》相關研

究與民國初年佛教歷史等範疇

的研究，盡一份為人子孫的孝

道之心。李居士同時也希望能

到法鼓山海外分會道場參訪巡

禮，在居住地緣便利之處，透

過優質道場的團體共修力量，

親近佛法。李佩珍居士來訪

時，正值法鼓山年度盛會大悲

心水陸法會，三學院副都監果

慨法師與本校同仁陪同法會壇

場巡禮，李居士表示此行深感

殊勝。

▲  江味農特設講座資助人李佩珍女士

（右）獲頒教育部「水晶獎」乙

座，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左）頒

獎。（李承崇 攝）


